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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经历 

 

2009.9~2014.6 

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| 无机化学 新能源与纳米材料、电池材料 | 博士 

2013.3~2013.6 

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| 材料测量实验室 镁基储氢材料 | 客座研究员 

2005.9~2009.6 

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| 应用化学 金属腐蚀与防护、涂料与涂装、电化学 | 学士 

 

在校期间所获奖励 

 

2005.9~2006.9 湖南大学   国家奖学金 甲等奖学金 三好学生 

2006.9~2007.9 湖南大学   国家奖学金 甲等奖学金 三好学生 

2007.9~2008.9 湖南大学   国家励志奖学金 甲等奖学金 三好学生 

2009.6        湖南省     湖南大学优秀毕业生 湖南省优秀毕业生 

2010.9~2011.9 北京大学   霞光奖学金 

2011.9~2012.9 北京大学   霞光奖学金 苏州工业园区奖学金 

2012.9~2013.9 北京大学   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学术创新奖 化学之星 

 

在校实践经验 

 

2007/09 -- 2008/09  

湖南大学 | 化学化工学院 | 07 级新生班主任  

大三期间担任化学化工学院 07 级新生班主任，负责大一新生的军训和上课等事务，工作积极负责，态度认真，有效的帮助了大一新生适应大

学生活，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肯定。 
2008/09 -- 2009/06  

湖南大学 | 化学化工学院 | 05 级应化三班班长  

大四期间担任班级班长，积极为同学们就业、保研和考研服务，并积极协助年级辅导员完成毕业班的各种毕业手续，使同学们都有一个理想的

去处。 
2010/09 -- 2011/01  

北京大学 |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| 10 级医学部助教  

研二期间担任 10 级医学部基础化学实验助教，指导两个班学生的基础化学实验，工作认真负责，圆满完成了教学任务。 

2012/05 

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| 储氢材料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 | 主席  

研四期间，作为会议主席，组织了 2012 年储氢材料全国博士生学术会议，会议共有全国各地研究生近 50 人参加，在实验室全体人员的配合下，

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。 
2012/10 

日本京都 | 2012 年金属储氢会议 | 墙报展示  

2012 年 10 月参加了在日本京都举办的金属储氢年会，并通过墙报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工作，得到了广泛关注。 

2013/05 

美国华盛顿特区 | 2013 年美国能源部(DOE)年会 | 参会  

2013 年 5 月，参加了美国能源部举办的 2013 年储氢和燃料电池项目的评估年会，得到了很多收获。 



2013/09 

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| “氢”出于蓝全国博士生论坛 | 副主席  

2013 年 9 月，参加了大连化物所主办的“氢”出于蓝全国博士生论坛，并担任论坛副主席，密切配合大连化物所同学的工作，使会议成功举办。 
2013/09 

中国上海 | 2013 年第五届世界氢能技术大会(WHTC2013) | 口头报告 

2013 年 9 月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氢能技术大会，并做了英文口头报告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 

2013/11 

中国澳门 | 2013 海峡两岸博士生教育研讨会 | 口头报告 

2013 年 11 月参加了在澳门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博士生教育研讨会，并做了英文口头报告，与港大、台大和澳大的同学们进行了深入交流。 

2014/02 

中国肇庆 | 第八届氢与能源国际研讨会 | 口头报告 

2014 年 2 月参加了在广东肇庆举办的第八届氢与能源国际研讨会，并做了英文口头报告。 

 

实习经验 

 

2012/05 -- 2012/11 

夏普高科技研发（上海）有限公司 | 北京研究中心 | 基础技术研究室  
实习职位为助理研究员，主要负责相关产品研发的技术跟踪，开发设计，先进材料合成等工作。实习期间表现了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创新精神，

踏实肯干，业绩突出，有效的协助了部门在纳米材料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。 
 

个人能力 

 
英语四级：615 分 | 英语六级：565 分 | 雅思：7.5 分 

英语六级口语证书：A 级 |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：二等奖 

计算机等级：二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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